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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景源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经典课程《温病学》主讲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从事《温病学》等中医基础学科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近四十年，在温病学术上造诣颇深。
本讲稿是他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温病学》示范教学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而成。
　　本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
上篇总论分为六章，分别讲述了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温病的概念、温病的病因与发病、温病的辨证
、温病的常用诊法、温病的治疗内容。
其中尤对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作了较详细的讲解。
中篇各论分为八章，分别讲述了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秋燥、大头瘟、烂喉痧八种温病。
书中对每个证候、方药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阐释，对相疑似的方证作出了鉴别分析。
为了使读者对每个病种的传变规律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在每个病种后都附有传变规律及证治简表，
使读者一目了然。
下篇温病学名著选讲分为二章。
主要对《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前十条，《温病条辨》的学术思想进行阐释，这两章的讲述，较少引用
前人的评注，主要是刘教授本人学习叶、吴两位温病学家著作的读书心得及用于指导临床的体会。
 　　本书可供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者参考，也适合高等中医院校学生，自学中医人员学习《温
病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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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景源，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1943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
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教于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古典
医著教研室、温病教研室，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近四十年，曾讲授《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方剂学》、《温病学》、《中医内科学》等课程，在温病学领域造诣尤深。

    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经典课程示范教学
项目《温病学》主讲教授，教学光盘已在国内外发行，受到广泛好评。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中医药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
指导专家、《中国临床医生》杂志顾问。

    曾应邀到美国、法国、捷克、日本等10余个国家与国内多个省、市讲学及主持国际中医、针灸专业
人员水平考试，进行学术交流。
历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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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战国至隋、唐时期——萌芽阶段　　  1.《黄帝内
经》与《难经》关于温病的记载　　  2.《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对温病的认识　　  3.《诸病源
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对温病的认识　　二、宋、金、元时期——成长阶段　　 
1.《伤寒补亡论》对温病病因与发病的新见解　　  2.《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对温病治疗学的贡献　
　  3.《医经溯洄集》对伤寒与温病之区别的论述　　三、明、清时期——形成与发展阶段　　  1.《伤
暑全书》论暑病　　  2.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　　  3.《证治心传》——一部几乎被湮没的
温病学重要文献　　  4.《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温病的阐发　　  5.《广瘟疫论》对《温疫论》的
发挥　　  6.《温热暑疫全书》论温、热、暑、疫　　  7.《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温病学体系形成的
标志　　  8.《薛生白湿热病篇》——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　　  9.《伤寒温疫条辨》论伤寒与
温病之辨　　  10.《通俗伤寒论》论广义伤寒　　  11.《温病条辨》——温病学的集大成之作　　  12.
《温热经纬》——优秀的温病学文献集注　　  13.《时病论》论时令病　　  14.《温热逢源》论伏气温
病　第二章　温病的概念　  一、温病的概念  　二、温病的特点    　1.有特异的致病因素　    2.有明显
的季节性、地域性，大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3.病理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　    4.临床表现有其特殊
性    三、温病的范围与分类    四、温病与伤寒    五、温病与温疫    六、温病与温毒　第三章　温病的病
因与发病    一、病因  　  1.风热邪气　    2.暑热邪气    　3.湿热邪气　    4.燥热邪气  　  5.伏寒化温　    6.
疠气  　  7.温毒    二、发病　    1.发病因素  　  2.感邪途径    　3.发病类型　第四章　温病的辨证　　一
、卫气营血辨证　　  1.卫气营血的生理概念　　  2.卫气营血的证候与病机　　  3.卫气营血证候的病位
浅深与传变　　二、三焦辨证　　  1.三焦的生理概念　　  2.三焦的证候与病机　　  3.三焦证候的病程
阶段与传变　　三、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的关系　第五章　温病的常用诊法　第六章　温病的治
疗中篇　各论下篇　温病学名著选讲方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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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温病学》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它涉及的范
围很广，对临床各科都有实用价值。
从《温病学》的性质来说，它应该是临床课程，但是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基础理论知识，所以历
来就把它列为从基础向临床过渡的桥梁课程，可以说是临床基础课程。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曾经有人主张把《温病学》的内容归入内科学中，这种做法应该说不太合适。
为什么?因为温病涉及到很多发热性疾病，而发热性疾病不只见于内科，如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
等都可以见到，所以必须把它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提出来。
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不一样，它形成的年代较晚。
人们对伤寒病的认识很早，从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伤寒就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它本身有一
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深入。
在《黄帝内经》中虽然也提到了温病，但是并不多，后世发展得也比较缓慢。
温病学说形成的时期应该说是清代的中期，到现在也就是260年的时间，所以说它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
个年轻的学科，是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努力才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学术思想
也在不断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
因为《温病学》涉及到的古代医学书籍和学术观点较多，所以学习温病学就应该首先对它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在谈这个题目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温病、什么是温病学。
温病与伤寒都是急性外感热病，但伤寒是外感寒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寒邪；而温病是外
感热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热邪。
由于病因不一样，所以温病与伤寒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辨证论治都有很大的差异。
温病学就是研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预防与辨证论治的一门学科。
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从根源上应该说导源于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从《黄帝内经》开始，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大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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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景源温病学讲稿》可供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者参考，也适合高等中医院校学生，自学
中医人员学习《温病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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